
1 

 

桃園市社會福利政策推動委員會 

107年第 3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9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地點： 本府 1602會議室 

參、主持人：游副召集人建華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記錄：郭育伶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柒、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列管事項報告 

 決定： 

一、 案號1「衡酌建教合作生部分跨局處輔導合作機制尚未建置完成，

仍請相關局處持續完善推動機制」： 

本案解除列管。 

二、案號 2「請傅委員賡續協助各局處針對推動社福政策業務項目，

訂定合理目標值，由社會局綜整簽請市長核定後辦理」： 

本案賡續列管。其餘裁示如提案討論。 

三、 案號 3「請社會局及家防中心邀集資訊科技局，至雙北進行觀摩

瞭解，評估建置本市大數據資料分析之可行性，作為後續規劃推

動之重要參據」：本案賡續列管。 

(一) 請社會局跟衛生局分別召開 1 次會議，針對目前推動社會

安全網相關業務範疇，得運用大數據協助推動部分，擇定

合適議題，請資訊局偕同參與，必要時邀請專家學者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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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於下次委員會議進行報告，並請局處首長支持後續

計畫之推動。 

(二) 有關智庫驅動訂於10月28日舉辦之研究成果發表會(2018

夏季資料英雄發表會)，相關局處倘若時間允許，請派員參

與。 

捌、專題演講 

    主題：從兒少暴力風險預警管理專案執行經驗談政府資訊運用 

(報告人：DSP智庫驅動知識長謝宗震博士) 

玖、心得分享 

主題：2018雙北社會安全大數據交流論壇 

(報告人：桃園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蔡佑襁組長) 

拾、提案討論： 

案由：108年-111年本市社會福利政策發展指標一案。 

決定： 

(一) 每年第 3 季請各局處針對次一年度目標值進行滾動式檢討

調整。 

(二) 各項指標在爭取預算過程，倘有執行困難，得與游副市長

面報或商議。 

(三) 請衛生局及勞動局針對傅委員建議，再行評估調整，於會

後 1 周內提交社會局綜整，並於下次會議列入會議手冊附

件資料俾利各委員知悉。 

壹拾壹、臨時動議 ：無 

壹拾貳、散會：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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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列管事項報告】 

一、委員發言摘要 

(一) 黃委員翠紋： 

因應建教生制度改隸前後，市府具體策進作為？ 

二、相關局處回應 

(一) 教育局： 

過去建教合作定期考核、開班、檢舉案裁罰會議之召開，係由

國教署委託師大協助辦理評估，較缺乏與地方政府之合作，為

讓經驗得以延續，已與師大洽談後續合作規劃，同時藉由市府

跨局處平台，讓在地的廠家跟學校得以獲得及時的協助。 

【專題演講】 

一、委員發言摘要 

(一) 胡委員中宜： 

找到好議題的重要性，好的議題對區長而言能創造亮點、對各

局處首長而言能降低風險、對承辦同仁而言能簡化程序。在下

半年社會安全網召開區級聯繫會議時，如何能確定合適議題，

善用目前府內既有的資料庫或資料源進行分析，找出熱區或熱

點，作為社會安全網防治或介入計畫推動參據，市府未來的具

體規劃？ 

(二) 黃委員翠紋： 

1、 針對手冊第39頁，風險因子5個預測向度的分析方法以及各向度

下的指標命題，希望能再補充說明。 

2、 低風險通報的案件被再次通報的機會較高，在初篩階段，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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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因案件風險程度較低，而忽略其危險性；許多案件會再次被

通報，關鍵在於被通報後有無被開案服務。 

3、 量化數據雖可作為服務參考的依據，然資料品質與完整性攸關

大數據分析的成效與預測力，量化科學統計分析與質化評估應

相輔相成，資料建置的過程也應持續滾動式修正，方能藉由大

數據分析，減少人力的浪費，提高處遇效能，方能發揮大數據

應用價值。 

(三) 傅委員從喜： 

大數據應用是未來的重要趨勢，但建議不應操之過急，新加坡

政府前幾年針對47個家庭中心重新建置統一的資訊系統，一線

社工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登打資料，造成大量社工離職，且部

分資料尚須取得當事人同意以及突破既有法令限制，需投注大

量人力時間成本。建議先以既有的資料著手，思考其對於政策

決策與發展的可能應用，而非立即修正現有的服務資料輸入方

式與內容。同時在使用資料數據做預測時，應留意社會標籤效

應。 

(四) 沈委員慶盈： 

1、 倘若要釐清大數據真實的預測力，可能需要先掌握台北市、新

北市過去回頭客的具體數據，進而瞭解透過資料分析或社工直

覺判斷兩者間的落差。 

2、 倘若大數據分析確實能發揮預測力，社工下一步應如何著手？

為了避免個案被再次通報，可能變相造成社工不敢結案，當中

的問題應如何克服宜再做思考。 

3、 大數據資料分析倘要能實質發揮效益，在一開始建置時，就要

從結果回推，相關的資料蒐集都要有助於結果分析，資料也必

須完整、乾淨。另外也必須克服整合跨部門資料之難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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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實質有效的行動計畫。 

(五) 劉委員子琦： 

跨局處部門資料如何取得尤其重要，以火災預警為例，需要同

時取得建管違章建築、消防火警乃至稅籍資料綜合分析才能真

正有效預測火警的發生，必要時可能需藉由府層級之高度進行

跨局處資料橫向整合。 

(六) 游副召集人建華： 

1、 請社會局跟衛生局分別召開1次會議，針對目前推動社會安全網

相關業務範疇，得運用大數據協助推動部分，擇定合適議題，

請資訊局偕同參與，必要時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討論，於下次委

員會議進行報告，並請局處首長支持後續計畫之推動。 

2、 有關智庫驅動訂於 10 月 28 日舉辦之研究成果發表會(2018 夏

季資料英雄發表會)，相關局處倘若時間允許，請派員參與。 

二、相關單位回應 

(一) 智庫驅動謝宗震博士： 

1、針對手冊第39頁，係先透過文獻閱讀及社工實務經驗歸納風險

因子5個預測向度，再藉由資料分析擇選重要變項，運用隨機森

林演算法，計算每一個孩子在不同情境下可能成為回頭客的機

率。 

2、 先前與新北市合作高風險家庭風險預警系統、台北市合作成人

親密關係暴力專案經驗，「選對題目」是成功關鍵的第一步，

當一線社工能具體瞭解資料分析的價值，連帶會影響社工資料

登打的填報習慣，舉例而言，過去通報紀錄僅強調須填寫父母

監護人背景資料，越來越多的證據資料顯示，兒少手足過去的

通報紀錄，將有助於判斷個案是否會再度成為回頭客的重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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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促使社工願意主動額外蒐集更多資訊，幫助個案避免被再

次通報。 

3、 10月28日下午1點至5點在三創 space A，智庫驅動會針對近期

研究成果(保護性案件之精準派案、協助經濟弱勢者重回勞動市

場、空氣汙染議題)進行發表，歡迎相關單位派員瞭解。 

(二) 智庫驅動陳經理潔寧： 

1、 今年參與台北市社會局救助科脫貧計畫的資料分析，試圖回答

成功脫貧家戶有何家庭特徵，協助經濟弱勢者重回勞動市場，

藉由資料科學爬梳未來服務的可行模式。 

2、 資料科學需建立在定期檢視的基礎上，配合滾動式修正調整，

這些資料分析結果主要用於輔佐政府機關在制定決策時的參

據，非以對外公開為目的。 

3、 社工員流動經常形成服務經驗的斷層，透過資料分析，能協助

不論是資深社工或是新進社工，在處理類似案件時，能有較一

致的處理判斷。 

【提案討論】 

一、委員發言摘要 

(一) 傅委員從喜： 

1、 社福政策發展指標訂定係依循兩大原則─每年皆要持續進步、

各局處評估實際皆能達成，且在不增加行政部門作業時間之前

提下，據以訂定各項績效目標。 

2、 在手冊第53頁指標1-10-(1)長照使用率及指標1-9-(3)輔導企

業辦理托兒，是否還有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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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黃委員進仕： 

1、 針對手冊第53頁指標1-10(3)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涵蓋率，市府目

前政策為1里1據點，是否得依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際服務人數

與在地服務能量，評估增加據點設置數？ 

2、 針對手冊第51頁指標1-1(3)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有工作能力

者，是否有機會透過大數據資料分析，協助預測個案脫貧能力

與脫貧機會，據以配置各項福利資源？ 

(三) 胡委員中宜： 

1、 未來4年的預算配置是否能具體反映在各項績效指標，方能有助

達成各項指標目標值。 

2、 績效指標建議可以從108年社福績效考核項目及106年推動較為

薄弱的項目再行檢視，評估是否增修調整。 

3、 有關手冊第52頁指標1-6(2)2-6歲公共化幼兒園據點數佔全市

幼兒園比率，前後指標測量基準建議應予一致。 

4、 針對指標1-9提升友善育兒社會環境項目，目前係以親子館服務

人次作為測量指標，可再思考是否還有更能有效反映友善育兒

之測量指標？例如以該區6歲以下兒童數，計算親子館服務涵蓋

率。 

(四) 黃委員翠紋： 

建議2-1、2-4、2-5、2-6、2-7、2-8及2-10，少數族群與原住

民、新住民用語應予一致。 

(五) 游副召集人建華： 

1、 每年第3季請各局處針對次一年度目標值進行滾動式檢討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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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項指標在爭取預算過程，倘有執行困難，得與游副市長面報

或商議。 

3、 請衛生局及勞動局針對傅委員建議，再行評估調整，於會後1

周內提交社會局綜整，並於下次會議列入會議手冊附件資料俾

利各委員知悉。 

二、相關單位回應 

(一) 衛生局： 

有關指標1-10-(1)長照使用率，將參採全國或與桃園狀況較為

類似之縣市，評估是否修正原提報目標值。 

(二) 勞動局： 

1、 有關補助企業辦理托兒措施，經費預算從105年35萬逐年升高，

107年提高至150萬，在補助家數部分，亦有明顯成長趨勢，從

106年補助21家，到107年1-8月已補助50家。另在績效指標部分，

由於補助非採定額補助方式，會依企業設置規模與內容調整補

助額度，連帶影響補助家數。有關委員建議，將再依108年預算

額度，評估原提報家數調整空間。 

2、 針對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有工作能力者皆會積極輔導渠等就

業，然部分個案因擔心就業後會影響其補助資格而降低就業意

願，這部分仍須努力克服。 

(三) 社會局： 

有關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目前以1里1據點為推動原則，里內倘

有合適場地或適當團體(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NPO組織等)

願意承接，得評估新增據點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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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庫驅動陳經理潔寧： 

有關補助資源應如何配置，目前刻正進行相關研究，預計於10

月28日正式發表，歡迎委員一同參與交流。 

 


